
26 　台灣文學館通訊 　volume 25十月館慶 27　台灣文化協會的過去、現在、未來座談會

台灣文化協會的過去、現在、未來座談會
場邊記錄／林佩蓉　　攝影／趙慶華

活動緣起

台灣這塊島嶼上始終包容、孕育了許多的歷

史記憶與行動，過去的與現在，現在連結許多的

創意與史料，描繪未來的藍圖。

「光輝十月」，國民文化日定在10月17日，為

國人記憶標註一個印記，而作為代表台灣自主文化

文學運動的當今成果，國立台灣文學館的設立，即

是一個明顯的地標，在記憶地圖上，我們提出了不

同觀看的理由與視野，即是由文建會主催本館負責

統籌一年一次的「國民文化日」系列活動。

於是我們問：迄今時經八十八年，現在的我

們，可以如何回應那曾經是舞動旌旗文化大運動的

年代，可以有如何的展望與前進？因此我們舉辦這

場座談會，邀請具有豐富史料知識、典藏文獻的耆

老；研究文協史料的學者；文化協會運動者的後

代，延續前行者的理念，持續關懷文化資產的維護

與運用，推動台灣史料的應用與數位及典藏。

座談現場

這一場座談會，以輪流發言為方式，五位講

者分別為文史耆老黃天橫先生；蔣渭水文化基金

會執行長同時亦是台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

協）創辦者之一蔣渭水後代蔣朝根先生；文協以

民運為主的朱峰（莊松林）後代莊明正先生；關

注文史的企業家台灣新聞發行人高志明先生，以

及以撰寫《台灣文化協會的滄桑》成為研究文協

專家的林柏維教授，講題內容及方向則從文協的

過去那段曾經榮耀的六年（1921-1927）與分裂後

的寂寥及奮起（1927年之後直到1930年代前台灣民

眾黨解散，文協之火方窮盡餘光暫時熄滅）；與

文協成員關聯的普羅社會大眾運動之發展；加值

文獻史料，走向數典的未來，主辦單位以上述的

主題提供講者參考，每位講者非常有默契的扣合

文協主題，又像蜘蛛網絡般，拓散，連結。

關於文協重點摘錄

文協的過去，作為文協領導者的後代，

薪火相傳的工作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蔣朝根

以下資料來源：蔣朝根先生演講稿

一、台灣文化協會的歷史地位

（一）第一個現代性的結社

（二）知識菁英的第一次大團結

（三）台灣人主體意識的建立與文化重建的開始。

二、那個時代的處境

在1920年代隨著日本近代思潮的蓬勃發展，留

學的台灣知識份子帶著豐厚的知識，充滿理想的

要為台灣帶來改變，唯當時所面臨的政治與社會

處境著實考驗知識份子的耐力：

（一）結社的障礙

（二）辦報的艱困

（三）演講的不自由

（四）組黨的刁難

雖然困境重重，但許多有志人士不放棄，漸

漸的台灣人民開始動起來，突破受教的限制，認

識字與不認字的，作農作工的，都開始接受文協

所帶來的文化啟蒙運動，當時的盛況從聽演講、

看新劇、聽／讀報紙中可以看出：

（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該書記載，文化

講演在1925年、1926年達到最高峰，各有一

年315次演講，聽眾總人數分別達到118330

人，112965人。

（二）以現在4.5倍的人口計算，532485人、508324

人。

（三）不認識字的人也很積極的要求知：台北州某

理髮師，不識字，聽到有台灣人自己出來創

立報社，愛的心急，便托人訂一份，每逢報

紙送到時，召集三五位不識字的朋友，請一

個識字的人讀給他們聽，自頭至末沒聽完，

不肯罷休。 

蔣先生作為一個文協後代，除積極的閱讀、

尋找史料之外，對於文協精神的延續發展也奉獻

良多，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在其手中，年年策劃重

要且精彩的展覽、專書，無非是要讓國人清楚的

了解，自覺的重要性，儘管經營基金會實在是件

困難的事，但蔣先生致力推動，我們也該傾心關

注，台灣的歷史曾經如何，我們因著曾經的擁

有，更該珍視並大步向前行。

從社運到民俗說朱峰

朱峰之子　莊明正先生

以下資料來源：莊明正先生演講稿

一、誰是朱峰？

文協時代有各樣不同的思考及發展出不同路

線的知識份子，最起初的合作，最後的理念不

一，而分裂等都是社會運動常見的景況。朱峰，

一位堅持在社會邊緣人、工農階層投入關懷與改

變的人，莊明正先生透過文獻史料告訴我們，朱

峰先生如何身體力行，關懷土地

二、以文化活動表達思想吸引民眾

台南文化劇團──

（一）1927.3.27~28──假台南市南座劇場第一次公

演。上演「憨大老」、「愛的勝利」、「非

自由之自由」等齣。

（二）1927.8──假台南市南座劇場第二次公演。

上演「淚海孤舟」、「春夢」、「神台」、

「月下鐘聲」等齣。

（三）1928.5.16~17──為慰有高雄淺野水泥罷工

團，赴高雄，假三塊厝工友工廠義演。上演

「憨大老」、「封神台」、「非自由之自

由」、「淚海孤舟」、「月下鐘聲」等齣。

反對鋪張浪費的普渡運動，挑戰了台灣人民普遍的

認知──

（一）1930.9月收集反對普度之言論、文章，集結

成冊，發行《反普特刊》。

（二）〈誰之過〉「KK」，首次的文學創作嘗

試、〈我們的反普運動〉 「CH」

由文學轉向民俗──

1941年陳秀結婚。興趣已由新文學轉向熱衷

於民俗、古蹟及文獻之研究。1942年至1945年間，

先生在《民俗台灣》所發表的作品如〈語元 字〉

（一~七）、〈台南年中行事〉(上、中、下、補

記)及〈台灣神誕表〉(上、下)等，都足以看出其對

左起林佩蓉、莊明正、張幸真、黃天橫、鄭邦鎮館長、高志

明、蔣朝根、林柏維、翁嘉宏、李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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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化、民俗、文獻之專注。

朱峰為何從文學轉向文史及民俗──

以此作結，藉由朱峰的改變了解文獻對歷史

的重要性，莊明正老師即看見父親的人格及實踐

而獲得影響，全力典藏父親文物不負前人的辛苦

與苦心。

（一）1936年組織「台南市藝術俱樂部」俱樂部內

分為文藝和演劇兩部，且附設「台灣文獻整

理委員會」。

（三）文獻是與本土歷史文化及民俗息息相關，這

些是一般普羅大眾感到最親切熟悉，也是最

貼近人民與族群的生活，最能引起共鳴與凝

聚族群的意識。

（四）文學創作很容易顯露出作者的意識形態、政

治傾向及族群情感，或有時作品中免不了談

論時局，批判當局，統治者可以輕易地察覺

到反動的言論及思潮。

（五）以朱峰當時的時空背景，有許多文史同好可

資砌磋，相互鼓勵，共同採訪及田野調查等

工作。同時也有許多雜誌、新聞媒體等可供

發表作品，再者也招致一般關心台灣本土歷

史文化民俗的普羅大眾的熱烈迴嚮。

台灣文化協會的滄桑

南台科技大學 林柏維教授

以下資料來源：林柏維教授演講稿

林教授在有限的時間裡為文協的背景作了解

說，可謂是文協歷史的入門課。從時代背景到組

成份子、文化運動的分析等：

一、狂飆的年代：1920年代的台灣 

二、台灣總督府的統治

1895年的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就

統治政策來分期，第一期：「土匪」鎮壓與殖民

地的基礎建設；第二期：強調「內地延長主義」

的開明統治；第三期：因應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

爭，採行同化的「皇民化運動」。  

三、殖民體制社會

在政治上建立了警察王國，依生物學原則經

營台灣： 1898年的土地調查(確定土地所有權)、 

1899年的舊慣調查、1905年的人口調查(建立戶籍

制度)。

四、文協活動

（一）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

族意識，進而爭取政治權，造成民族自決的

氣勢，以期脫離日本統治。 

（二）訊息：會報、《台灣民報》、讀報社。

（三）教育：夏季學校、文化書局、中央書局。

（四）青年：台北青年會、草屯炎峰青年會、通霄

青年會、大甲日新會、基美麗也會。

（五）文化：推動白話文、新文學運動。

（六）新劇：彰化鼎新社、新竹新光社、台北星光

演劇研究社、台南文化劇團等，電影隊（美

台團）。

（七）婦女；彰化婦女共勵會、台灣諸羅婦女協進

會。

（八）經濟：大東信託株式會社。

（九）各式的演講會，掀起文化啟蒙的熱潮。

最後林柏維老師強調，國民文化日不應等於

「台灣文化日」：啟蒙活動，不只是對統治者的

抗爭，無疑地，更是成功地催化了台灣的新文

化；樹立台灣人尊嚴的文化運動，不只是建構台

灣本土文化的恢宏運動，也是告別唐山文化的里

程碑。冷靜思考現時似乎依然美麗的台灣，我們

已是台灣島自主的主人，然而，我們卻彷彿還患

著蔣渭水〈臨床講義〉所診斷的「智識的營養不

良」症，彷彿還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在紀

念台灣文化啟蒙日的此時，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

在文化協會第六回總會的呼籲：「要以改造的精

神，造堅牢的的大舟以準備航海。」仍可做為我

們再造台灣新文化的座右銘。  

文獻數位，生機無限

台灣英文新聞發行人‧義美總經理 高志明先生

高先生對於《台灣民報》的重新複刻出版，

其用意是鼓勵大家都要來研究台灣歷史，1920年代

台灣文化協會從團結到分裂，因為不同的思考所

造成的，但他認為跟統治者很有關係，例如1921年

10月17日文協成立，1922年林獻堂先生參與的銀行

事務就被日本人威脅。統治者是這樣在干擾台灣

人。1925年《台灣民報》新年特刊號可以看到，日

本人其實是很緊張的，民報本身的內容32頁，廣告

竟然有104頁，這在最開始的複印時，因為那時的

人認為廣告不重要，所以沒有全列，那樣的廣告

量，可以知道台灣人民非常支持台灣社會運動，

那一期的廣告收的訂金3000多元的日幣，醫生一天

的薪資是15元日幣，這是很可觀的。台灣在那時的

社會，有那麼多人在支持社會運動，也可以讓報

紙營運一段時間，1945年之後黃天橫先生所收藏的

民報得以複印，但要用的人並不多，所以他在思

考這個問題，如何推動讓大家都知道也都關心。

1933年高先生的祖父母在當時大安區蔣渭水醫院附

近租下了一個店面，開始了義美的創業，這也影

響了高先生，有這樣的機緣關心這件事。

高先生作為一個新聞媒體的從事者，深刻的

感受到廣告的重要及所承載的意義，突顯一個社

會的樣貌及情形，並能進行分析，所以就請人重

新排版打字並進行數位化。舉個例子，1925年以前

台灣人是很團結的，這從廣告都可以看到，後來

不同立場的人都在同一時間或版面刊登廣告，他

認為1920年代用狂飆的年代是非常貼切的，統治50

年出現19個總督府，那時台灣的總督是關係到日

本國內的貴族鬥爭，結果就是朝鮮人的反抗，台

灣的議會也是一個例子，另外，日本當時沒有空

軍，只有海軍和陸軍，兩個鬥爭的非常嚴重，這

些都是可以觀察的點，這些不同環結扣合起來會

發現很有趣可探討的。

史料的活用與傳承，高先生認為他是承傳，

先承接以前的東西才能傳承下去，所以他現在正

在作這些事，如現在手邊這本《台灣之文化》，

文協第一及第二本的會報複刻出版，並要進行翻

譯，預計在文協90年時作很有意義的出版。

暫時結束

本場座談年事最高的為黃天橫先生，我們邀

請黃先生以親身的經驗為座談會作個溫馨的結

論，黃先生今年88歲，與文協紀念日將近同年，表

示他出生在1922年時台灣社會已幾乎進入日式化的

環境，黃先生說他是個愛湊熱鬧的小孩，雖然家

族因為參與企業的關係，較少人參與文協活動，

但在他的孩童時期看過文協聚會的情況，那是非

常熱鬧的，如台南武廟及大天后宮等都是聚集的

地點。

黃先生詳細的敘述「台灣民報」系列的演變

與發展，他的謙恭與沉靜，無意間成為台灣史上

誠懇的史料守門員，對於文史研究領域來說，貢

獻很大。

這一場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座談，為今年的國

民文化日標記了完整的歷史重現與論述整理，我

輩當努力護守文化資產，支持文獻數典工作，國

立台灣文學館亦必責無旁貸，繼續堅持前行。

林佩蓉
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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